
https://duanjuziku.com/
 

 

禅语佛心

 

1.
与一切境，无依无住，无有分别，明见法界，广大安立，了诸世间及一
切法，平等无二。

2.打开你的心胸，放开你的心量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圆融，越来越豁达。

3.
人生中，感动是一时的，感恩是一世的；荣耀是一时的，影响是一世的
；委曲是一时的，成就是一世的。

4.
你要包容那些意见跟你不同的人，这样子日子比较好过。你要是一直想
改变他，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要学学怎样忍受他才是。你要学学怎样包
容他才是。

5.
算什么命，能算出来吗？除了自己，谁也改变不了你的命运，上师告诉
你的是改变命运的方法，你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，才能解脱。

6.
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。人身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亦闻。此身不向今
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。

7.
生活的道路曲曲折折，每个人背负着自己的负担，无论是坎坷还是灾难
，需要的是自己的一种解脱。

8.种其因者，须食其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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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人生四苦：贪嗔痴、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。

10.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

11.菩萨知烦恼性空，即不离空，故常在涅盘。

12.大多数的人辈子只做了件事；自欺欺人被人欺。

13.
是非天天有，不听自然无，是非天天有，不听还是有，是非天天有，看
你怎么办？

14.
无极之胜道，易往而无人。其国不逆违，自然所牵随捐志若虚空，勤行
求道德。可得极长生，寿乐无有极。何为著世事，譊譊忧无常。

15.莫随意看轻任何人，须知下下人往往有上上智。

16.
无论做什么事，不要忘了正知正念，一切功夫下到心地上。形式上表面
上的东西都不是修行，除了修心，别的哪有什么可修的？

17.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

18.
要去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时时增长好的念头，使之成为一种习惯，成为
我们的生活，这就是成就，就是净土，就是佛。

19.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已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

20.
万物皆无常，有生必有灭；不执着于生灭，心便能寂静不起念，而得到
永恒的喜乐。人因企求永远的美好、不死而生出了痛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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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
相信自己，贵在坚持，只要我去做了，一点一滴，慢慢地改变，也许和
别人比我是最差劲的那个，但是我一定要做到最好的自己。

22.慈悲跟世间所讲的爱情是一桩事情，一个是觉悟，一个是迷惑。

23.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

24.慈悲心是拔出一切众生的痛苦，给予一切众生安乐。

25.要容纳，好坏都能容纳，要圆融，凡事都能圆融。

26.情执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情执，你才能得到自在。

27.去掉我执我爱的最好办法就是发慈悲心，愚者为自己，智者为别人。

28.
智者寂寂总无为，愚人碌碌把身缚。万物之间无差别，虚妄偏爱何执着
。整天思虑太用心，岂非犯了大过错？

29.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，无药可救。

30.
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恨了谁，就会被恨困住，轮回世世，终究还欠自己
一个原谅。

31.
认识到我们的所见所闻都是假象，认识到此生都是虚幻，我们才能真正
认识到佛法的真相。

32.一切随缘就叫解脱。不执着不攀缘，苦乐完全取决于自己。

33.
彼岸花，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花叶永不相见。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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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。

34.
曾经的错误，正应了那句，因果循环，如果是为了你，我想，值得吧，
自己选的路，跪着也要走完，不是吗。

35.
佛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有的人不念心，念相。不观心观相。追求形式，
执着表相，不信真佛，不拜真佛，不供奉真佛，那你永远也成不了佛。

36.
要放下，但不是放弃，不舍弃一个众生，这叫慈悲，放下一切众生，这
叫智慧。

37.智慧是没有烦恼的，慈悲是没有敌人的。

38.
若众生心，忆佛、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；不假方便，
自得心开。

39.
笑着面对，不去埋怨。悠然，随心，随性，随缘。注定让一生改变的，
只在百年后，那一朵花开的时间。

40.
真正的智慧是接纳，外不起分别，内不生对立；不与天斗，不与人争，
不和自己闹别扭。

41.
你认命比抱怨还要好，对于不可改变的事实，你除了认命以外，没有更
好的办法了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如电亦如露。应作如是观。

42.
一个要杀，一个要救，要杀的是因为怨，要救的是因为爱，因果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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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.
纠结与磨难是对人生智慧最好的历练。生活的难度不在经历本身，而在
如何克服自己的主观与偏执。更温和，更宽阔，许多时候不是否定别人
，而是随时做好准备，否定自我。

44.
给生活贴上梦想的标签，那些普通的日子就升华了，平淡的时光染上华
丽的色彩，点石成金，就是这么回事。

45.白白的过一天，无所事事，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

46.
佛力加持不可思议，找到了解脱的方向，继续坚持修，认真修，老老实
实地修，不能退转，时时刻刻祈祷上师三宝的加持，就不会有违缘和障
碍。

47.妙谛青青翠竹无非般若，郁郁黄花皆是妙谛。

48.
失败者，往往是热度只有五分钟的人；成功者，往往是坚持最后五分钟
的人。

49.
要克服对死亡的恐惧，你必须要接受世上所有的人，都会死去的观念。

50.有分别心念佛是杂修杂念，无分别心念佛是专修专念。

51.
当你烦恼的时候，你就要告诉你自己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你烦恼什么？

52.善恶到头终有报，高飞远走也难逃。

53.
别人伤害你，愉快的承受，无怨无恨，才能了结怨恨，不再继续结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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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.所谓的放下，就是去除你的分别心是非心得失心执著心。

55.诸行无常，一切皆苦。诸法无我，寂灭为乐。

56.
净心之要，无如念佛。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佛号投于乱
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

57.
当你决定放下时，你不会失去什么，唯一会失去的，是你以前放不下的
烦恼。

58.心是最大的骗子，别人能骗你时，而它却会骗你辈子。

59.
当前的困难终究都会过去，从容应对；当下的福运不要使尽，福尽祸至
。众生皆苦，人生一切起落皆有定数，待人、待物都要留有余地。

60.
以物物物，则物可物；以物物非物，则物非物。物不得名之功，名不得
物之实，名物不实，是以物无物也。

61.伤害别人，就是伤害自己，帮助别人，就是帮助自己，这就是因果。

62.
如果内心不再有坏的作用那一部分，我们便不再会从其中引起痛苦、烦
恼，从而达到永恒的愉快、安详。

63.
不执着我，不分别法，便能调伏其心，若能调伏其心，便能彻明诸法缘
起，洞悉缘起法性空无。

64.愚痴的人，直想要别人了解他。有智慧的人，却的了解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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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.世界感动你，在瞬间；你要感动世界，却要用光一生的光阴。

66.
坐亦禅，行亦禅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春来花自青，秋至叶飘零
，无穷般若心自在，语默动静体自然。

67.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

68.自以为拥有财富的人，其实是被财富所拥有。

69.世人言忍，忍字最难，非大智慧，断然不能。

70.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世间就是这样，谁也逃不过两样东西，一是因果
，二是无常。

71.
上师是父亲，坛城是母亲，弟子是儿女，生生世世都是一家人，金刚道
友必须要互相尊重，互相帮助，搞好团结，要珍惜这个缘分。

72.
不分彼此随处随时，皆是现量，这就是平等独立，大无畏，本来的面目
。

73.佛身者即法身也，从无量功德智慧生，从戒定慧解脱知见生。

74.内心没有分别心，就是真正的苦行。

75.
内心应矜持一份谦让，一份淡泊，在得失之间留一份从容，置一份洒脱
。

76.
所谓学问，在于治事，事不治，纵学无益；所谓佛法，在于治心，心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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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，纵修无成。

77.
收拾残红意自勤，携锄替筑百花坟。玉钩斜畔隋家塚，一样千秋冷夕曛
。

78.
佛言：睹人施道。助之欢善。得福甚大。沙门问曰。此福尽乎。佛言。
譬如一炬之火数百千人。各以炬来分取。熟食除冥。此炬如故。福亦如
之。

79.
业障深重的人，一天到晚都在看别人的过失与缺点，真正修行的人，从
不会去看别人的过失与缺点。

80.
笑儿，佛界常说，因果循环。我们自此开始，那么，便由此地而终罢。

81.
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缘，是因果，因果是圆。别得意，得意是恶，终
得恶果；别失落，失落是伤，伤者难圆。淡然于心，一切随缘，顺其自
然即是圆满。

82.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

83.
世间万物，因果循环。只要耐心等待，甘愿奉献的种子，总有一天会结
出回报的果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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